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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探索影响大学生创造力的因素，了解创新自我效能感对人格特质影响创造力的中介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问卷、大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问卷和艾森克人格简式问卷对广东、广西、

甘肃、贵州的四所大学发放610份问卷并回收588份问卷调查，探索大学生人格特质、创新自我效能感

和创造力的关系，对收集好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1)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发现神经质及任务效能、认知效能和能力效能对创造力及其三个维度都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创新

自我效能感的三个维度对创造力及其三个维度的预测作用都不显著(r = 0.13~0.45, P < 0.001)。2) 对大

学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对人格特质和创造力的影响作中介作用分析(Bootstrap values were 0.0397,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were −0.109~0.497)。结论：大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在人格特质与创造

力倾向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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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to understand the me-
diating mechanism of innovative self-efficacy on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creativity. 
Methods: 61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four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Guangxi, Gansu 
and Guizhou by Williams creativity Orientation questionnair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self- 
efficacy questionnaire an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and 588 questionnaires were col-
le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innovative self- 
efficacy and creativity.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collected survey data. Results: 1)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neuroticism, task efficacy, cognitive efficacy and competence efficacy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creativity and its three dimensions, whil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novative 
self-efficacy had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s on creativity and its three dimensions (r = 0.13~ 
0.45, P < 0.001). 2)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reativ-
ity were analyzed (Bootstrap values were 0.0397,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were 0.109~ 
0.497). Conclusion: The creative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reative tend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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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21 世纪是知识经济强劲发展的新世纪，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和创造力资源的占有、

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为重要因素的经济，它所需要的人才是具有高知识水平、高技能和高

创新能力的人才，如果想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必须培养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的能力，这也是教育

者以及全社会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因此在大学生全面能力体系的培养中，创造力居于关键位置。创

造力属于一种特殊的能力，是指个体在特定的活动中结合自身的人格特质而产生新颖的和有社会或个

人价值的想法和产品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产生的产品必须同时具有新颖性和社会价值两大特点，人

格(personality)有非常丰富的涵义，来源于拉丁文“persona”，意为“面具”或伪装的外表，古希腊伟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从伦理的角度研究人格，推崇善良、智慧和知识理性为理想人格，人格的具体

含义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和行为倾向的整体组织，它决定

着个人的内隐行为和外显行为，并使它们与别人的行为有稳定的差异，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林悦，王玲，

2010)。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于 1977 年提出的，他指出自我

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任务的判断，是指对能否成功完成某项活动所需能力的感知和信念；

然而个体在不同的学习或工作领域自我效能信念是不一样的，因此，与创造活动有关的自我效能也必

然与其他领域任务的自我效能的感知不一样。蒂尔尼和法默的创造力理论和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自我效能”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创造性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在从事特定任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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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否具有产生创造性作品的能力与信心的自我评价，是属于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Hill, Tan, & Ki-
kuchi, 2008)。创新自我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作为一个新概念，有时也被翻译为创造力自我效能

感、创意自我效能感，近年来已成为研究者们尝试去揭示个体内在心理过程对创新行为影响的一个新

方向和新主题，创新效能感作为一种具体领域里的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自身创新能力的主观信念，

其实就是驱使个体去执行创新的一种内驱力，这些内在信念必然会对个体的创新活动本身及效率产生

重要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对创造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研究对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影

响创造力的因素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概括，第一点是外在环境影响，即创造个体所处的环境中有没有对

创造力发挥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的外在因素，如体制机制、教育环境、氛围等(石满，赵志芳，丁新华，

2008)；另一点是内在影响因素的研究，指个体本身是否具备发挥自身创造力的基本条件，如有利于发挥

创造力的人格特质倾向(孙倩，陈图农，徐静，徐成，2015)，以及是否具有有利于激发创造力的较高的创

新自我效能感，又或者是否具备一定的知识条件为创造力的产生做铺垫。许多人(孙彦玲，杨付，张丽华，

2012)认为创造力是由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决定的，具有高智商的人才能够表现出高的创造力，后来这种说

法被很多学者用调查数据否定了。 
国外有关创造力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虽然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目前国

内有关创造力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和教育领域(盛红勇，2007)。对于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西方国家始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而国内是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真正开始，

比国外进展慢了 30 年(盛亚琴，2014)。很早之前就已经对人格特质和创造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Chong & 
Ma (2010)早前对人格特质和创造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外倾性人格特质的对创造力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的结论；还有的人(Grosul & Feist, 2014)以专业舞蹈者为对象，对他们进行创造力高低和人格特质

的相关性进行探索，发现不同的人格特质可以预测创造力的高低，其中外向的人格特质可以正向预测创

造力；在人格领域研究创造力的人有不少(孙杨，张向葵，2014)，他们大多是对学生进行研究，比如

Hoseinifar 等人(2011)年对中学生进行创造力和大五人格的关系研究，发现外倾性人格特质可以正向预测

创造力的高低。 
对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的关系研究主要是国外发展得比较早，但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学校和

企业(Bouchamma, Basque, & Marcotte, 2014)，比起学校，学者们在企业员工方面作此研究的出现的比较

早也相对较多，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对公司员工的创新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同时也可以

有效地预测创造胜绩效；学者们开始关注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自我效能感，Ritchie & Williamon (2012)和
Khan, Fleva, & Qazi (2015)通过对 1322 名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研究，发现学生掌握知识

的能力和在学校的表现是受他们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所影响的；还有申正付，杨秀木，孙雪芹等(2013)通过

对大学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深远。 

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广东、广西、甘肃和贵州四个省份的全日制本科大学的大一到大四的学生。 

2.1. 研究工具 

2.1.1. 艾森克人格简式量表 
四个分量表的每个分量表 12 个项目，共 48 个项目。计分方法：正向计分答“是”得 1 分，反向计

分答“否”得 1 分，该问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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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威廉斯创新能力倾向量表 
总共包括 50 个条目，采用 3 级评分制，计分方法：正向计分题，完全符合记 3 分，部分符合记 2 分，

完全不符合记 1 分；反向计分题，完全符合记 1 分，部分符合记 2 分，完全不符合记 3 分。测验结果可

得四种分数，这四种分数相加为总分，分数越高，则说明创造力水平越高。 

2.1.3. 创新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是引用王艳芳(2012)的中修订过的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量表，量表修订的过程是由心理学专

业的研究生对新加坡学者 Alan Hill 编制的英文版《学生创新效能感量表》进行翻译和修改，分方法采用

李科特五点计分法(王艳芳，2012)。 

2.1.4. 数据收集和处理 
本研究中共向四个省份的全日制本科大学生发放 610 份问卷，其中空白问卷为 12 份，再剔除作答不

完整等原因造成作废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588 份，回收有效率为 96.4%，用 EpiData3.1 进行数据输入

和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Table 1. Regression analysis coefficient of total score of creativity tendency on each dimension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表 1. 创造力倾向总分对创新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回归分析系数表 

 B SE β t P 

(常量) 94.806 2.584  36.693 0.000 

认知效能 −0.057 0.158 −0.016 −0.362 0.717 

能力效能 0.753 0.171 0.210 4.408 0.000 

任务效能 −0.010 0.167 −0.003 −0.062 0.951 

注：F = 8.518*，R2 = 0.043。 
 

表 1 显示，能力效能对创造力倾向总分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认知效能和任务效能对创造力

倾向总分的预测作用都不显著。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coefficient table of total score of creativity tendency 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表 2. 创造力倾向总分对人格特质、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系数表 

 B SE β t P 

(常量) 78.520 2.042  38.456 0.000 

内外向 0.495 0.039 0.464 12.682 0.000 

注：F = 160.824***，R2 = 0.215。 
 

表 2 显示，只有神经质能够进入方程，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三个维度都不能进入方程。神经质对创造

力倾向总分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三个维度对创造力倾向总分的预测作用都不显著。 

3.1. 创造力、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人格特质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假定人格对创造力既有直接的影响，又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倾向产生间接影响，即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人格与创造力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参照 Zhao 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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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他们提出了一套更为有效的且近年来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使用中

介校验检验程序，本研究中假设自变量为分开人格特质各个维度，中介为创新自我效能感总分，因变量

为创造力倾向总分。 

3.2.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将依照 Zhao 等(2010)提出的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中设定样

本量为 5000，选择统计效力更高的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在 95%的置信区间下，对创

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显著。 
根据 Zhao 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首先需要检验的是中介路径是否存在，即检验 a，b 是否显著：a，

b 显著，则中介效应存在；a，b 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成立；如果在中介效应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还需

要进一步分析中介的具体情况。按照 Zhao 的中介检验程序，在确定中介效应存在的情况之下，即 a，b
中介路径显著之后，接着检验 c′是否显著。如果 c′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唯一中介，即完全中介效应；如

果 c′显著，则表明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路径，且如果 a，b，c′ > 0，则说明仍存在一个互补中介(与模型假

设中的中介效应方向一致的中介变量)，如果 a，b，c′ < 0，则说明仍存在一个竞争中介(与模型假设中的

中介效应方向相反的中介变量)。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on psychoticism and creativity tendency 
表 3.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精神质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效应 效应值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0.097 0.0438 −2.2165 0.027 −0.183 −0.0111 

间接效应 −0.0126 0.0078 (boot)   −0.0316 −0.0003 
 

如表 3 显示，可以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精神质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

介效应值为−0.0126，总效应值为−0.1096，占总效应的 11.5% (−0.0126 除以 0.1096)。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on neuroticism and creativity tendency 
表 4.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效应 效应值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0.1256 0.0413 −3.0414 0.0025 −0.2067 −0.0445 

间接效应 −0.0297 0.0111 (boot)   −0.0545 −0.0106 
 

表 4 显示，可以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

效应值为−0.0297，总效应值为−0.1553，占总效应的 19.1% (−0.0297 除以−0.1553)。 
 
Table 5. The mediating role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in extraversion and creativity 
表 5.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外向性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效应 效应值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0.4823 0.0398 12.1238 0 .0000 0.4042 0.5604 

间接效应 0.0124 0.0081 (boot)   −0.0016 0.0308 
 

表 5 显示，可以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外向性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

效应值为 0.0124，总效应值为 0.4947，占总效应的 2.5% (0.0124 除以 0.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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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on concealment and creativity tendency 
表 6.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掩饰性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效应 效应值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0.0013 0.0470 −0.0272 0.9783 −0.0936 0.0911 

间接效应 0.0397 0.0128 (boot)   0.0184 0.0694 

 
表 6 显示，可以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外向性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

效应值为 0.0397，总效应值为 0.041，占总效应的 96.8% (0.0397 除以 0.041)。 

4. 讨论 

4.1. 大学生人格特质、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的中介效应分析 

探讨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效应和调节作用的文献有不少，但是专门研究人格特质、创新自我

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这三个变量内在作用机制的文章却没有。本研究假定人格对创造力既有直接的影响，

又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倾向产生间接影响，即创新自我效能感在人格与创造力倾向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对个体自身能力的发挥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中采用分

步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自变量为分开人格特质各个维度，中介为创新自我

效能感总分，因变量为创造力倾向总分。 

4.1.1. 大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精神质维度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精神质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作用分析中，精神质对创造力倾向具有显著直接负

向预测作用，对中介变量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倾向具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精神质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其中介效应值为−0.0126，总效应值为−0.1096，占总效应的 11.5% (−0.0126 除以 0.1096)。研究结

果说明，大学生的精神质并不直对创造力倾向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创造力

倾向起内在作用。 

4.1.2. 大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维度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作用分析中，神经质对创造力倾向具有显著直接

负向预测作用，对中介变量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倾向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

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为−0.0297，总效应值为−0.1553，占总效应的 19.1% (−0.0297 除以−0.1553)。 

4.1.3. 大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外向性维度上与创造力倾向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外向性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作用分析中，外向性对创造力倾向具有显著直接

正向预测作用，对中介变量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倾向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其中介效应值为 0.0124，总效应值为 0.4947，占总效应的 2.5% (0.0124 除以 0.4947)。
因此，可以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外向性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过程中的起部分中介作用。 

4.1.4. 大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在掩饰性维度上与创造力倾向的中介作用分析 
大学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在掩饰性与创造力倾向中的中介作用分析中，掩饰性对创造力倾向的直接

预测作用不显著，对中介变量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倾向

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掩饰性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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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为 0.0397，总效应值为 0.041，占总效应的 96.8% (0.0397 除以 0.041)。根据以

上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为大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对人格特质和创造力起部分中介作用。 

5. 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中还存在不少的疏漏和不足，因此会导致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偏差，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尽

可能选取多几个省份和多些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研究，采用自评和他评的方式来收集数据，以进

一步分析人格特质、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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